
 

 

（一）中药学专业 

专业开设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 

专业名称：中药学 

专业代码：100801 

 

1.专业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由 1958 年北京中医学院中药

学系发展而来，近七十载，致力于培养具备中医药学科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中医药思维与中药学专

业实践能力，具有人文与科学素养、较为深厚的专业知识、较

强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能适应国家健康发展战略需求，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在中药教学、科研、生产、检验、

流通、使用、管理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的中药专门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中药学一流学

科建设的优势，以“人心向学、传承创新”的理念构建了新型

中药人才教育生态环境，打造了突出中医药思维和现代科学思

维的课程体系。以追求卓越，止于至善的精神，不断改革开拓，

逐渐形成了“医药圆融重传承，追求卓越求创新，药教协同强

能力”的专业特色。2007 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2019 年获得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称号。 

2.课程安排及简介 

中药学专业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1 中医学基础 36 2 秋季 

2 中药学 45 2.5 春季 

3 现代医学基础 36 2 春季 



4 中药材概论 54 3 春季 

5 中药化学 54 3 秋季 

6 中药药理学 27 1.5 春季 

7 中药药剂学 54 3 春季 

8 中药炮制学 36 2 春季 

9 中药分析学 27 1.5 春季 

10 分子生药学 36 2 秋季 

11 药事管理与法规 27 1.5 春季 

  合计 432 24   

 

中医学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系统掌握中医

药学的基本理论、中医诊断的基本技巧及辨证论治的基本思路

等，为学习后继的中医药学相关课程及非相关课程奠定必要的

基础，为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医药研究与开发等工作奠定中医药

学基础。 

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使学生深入领

会中医理论的精髓，引导药学相关专业学生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进行中药的研究与创新，促进高层次药学人才的培养。 

中药学：本课程是集中医药基础知识与中药性能、功效、

应用等的基础性的应用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进一步把握中

药临床应用规律，掌握中药临床药学服务技能及相关知识，为



健康服务和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现代医学基础：本课程由解剖、生理组成。介绍人体形态

结构和生命活动规律。该专业的学生将来会从事与医学相关的

职业，因此必须掌握基本的医学基础知识。本课程的讲述重在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医学常识、基本的医学理论和基本的实践技

能，重在科普性的知识传授，为学生今后在医疗管理部门、医

疗机构或医药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奠定知识储备，并使之具备进

一步自学的能力。 

中药材概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植物的细

胞、组织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及内部构造，掌握药用植物的分类

学基本知识，为中药材形态及粉末鉴定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继

续学习有关课程，培养具备中医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现代

中药鉴定实践技能，能够从事医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制备、

工艺与工程设计、质量控制和管理、中药新剂型与辅料研究及

临床应用等方面工作的中药行业专门人才奠定必要的基础。 

中药化学：本课程是一门结合中医药基本理论和临床用药

经验，运用现代科学与技术，从化学的角度研究中药有效物质

基础的学科。既是覆盖了中药化学成分从原生基原至用药发挥

功效过程中吸收代谢转化动态全程的应用基础学科，也是直接

指导与开展药物创新的应用学科。本课程涵盖中药自然药学属

性、中药应用属性、中药药物属性与特性等内容。中药自然药



学属性部分系统介绍了中药中主要类型化学成分（如醌类、黄

酮类、生物碱类……）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及分类、理化性

质、检识方法和波谱特征；中药应用属性部分主要介绍了中药

提取、分离、生物转化、结构修饰等制备技术及结构鉴定技术，

在此基础上，对各类中药中主要类型化学成分的制备方法和结

构研究进行介绍；中药药物属性与特性介绍了中药药物成分的

代谢、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研究概况。教学内容以中药自

然药学属性和中药应用属性知识为重点。为学习后续其它专业

课奠定理论基础，为学生将来从事中药的研究、生产、检验等

工作，为实现中药现代化奠定化学成分方面的基础。 

中药药理学：本课程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

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

的科学。本课程是中药学、药学的主干课程，是中医学、中

西医结合的基础课程，是沟通中西医、联系中西药、跨越医

学和药学、衔接基础与临床的桥梁性课程。 

它在中医学科中是一门基础课程，在中药学、药学学科

中是一门主干的专业课程；它既是指导临床医生合理用药的

基础学科，又是中药新药发现、创制、研发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本课程结合目前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成果，介绍常用

中药的研究方法、中药药理作用、产生的机理及物质基础。

为学生今后开展有关专业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分子生药学：本课程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中药的鉴定、品

质形成、资源保护与生产的一门科学，是中药学领域的前沿分

支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基本

原理，建立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疑难中药品种鉴定、中药

优良品质调控、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及中药有效成分工厂化生产

的思路，掌握生药中活性成分合成及调控的关键节点，为从事

中药质量控制分析与控制、中药质量形成规律、中药药效和药

理等相关工作和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技能基础。 

中药药剂学：本课程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研究中药药剂的配制理论、生产技术、质量控制和合

理应用等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技术科学。中药药剂学是中药

相关各专业的主干专业课，它不仅与本专业的各门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和其他专业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中药新药研发、

工业化生产和临床用药等密切相关，也是连接中医与中药的纽

带，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本课程的课堂讲授、自主学习和实验教学，使学生能

够掌握中药常用剂型的概念、特点、制备工艺和质量控制等的

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现代药剂学的有关理论与技

术；熟悉药剂常用辅料，专用设备的基本构造、性能及使用方

法等内容；了解国内外药剂学研究新进展。为今后从事临床药

师服务、中药新药的研制开发和解决药剂生产中有关技术问题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药炮制学：本课程是根据中医药理论、按照医疗、调剂、

制剂不同要求，以及药材自身性质，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

中药炮制学是研究中药炮制理论、工艺、炮制品标准、临床应

用、历史沿革及其发展方向的学科。其任务是遵循中医药理论

体系，在继承中医药传统炮制技术和理论的基础上，应用现代

科学技术进行整理、研究，阐明炮制原理，改进炮制工艺和设

备，研究不同炮制品的药性和临床应用，制订饮片质量标准，

提高中药饮片质量，保证医疗用药的安全、有效，并不断创新

和发展。 

中药炮制学不仅与本专业的各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其

他专业课有密切联系，而且与生产实际和临床用药也密切相关，

是联结中医与中药的桥梁与纽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

生掌握中药炮制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中

药炮制的起源、现状和炮制在中医临床中的作用，炮制品的性

状、特征；了解历代医药书籍中有关炮制论述和中药炮制现代

研究等；培养具备中医药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较强

的中医药思维与专业实践能力，能在中药教学、科研、生产、

检验、流通、使用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的中药专门人才。 

中药分析学：本课程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

学理论和方法（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等），



研究中药质量控制方法与标准的应用性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

中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和中药，是中药学科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中药分析的基本原理、

一般程序和基本实验技能，能应用现代分析技术对中药进行全

面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研究，掌握中药的鉴别、检查和含量测

定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整理、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奠定必要的

基础。 

药事管理与法规：该课程为中药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是研究有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其规律的学科，

是药学与管理科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互相交叉渗透而

形成的边缘学科。它为学生今后从事药物的生产、科研及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

药学实践中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及贯穿于制药过

程中的监督管理，熟悉我国药事管理法律、法规及管理规范，

了解国内外药事管理组织体系及其管理机制，培养学生运用药

事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针灸推拿学专业 

专业开设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 

专业名称：针灸推拿学 

专业代码：100502k 



 

1.专业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以 1956 年北京中医学院

针灸教研室成立为起点，于 1982 年正式开设。经过数十年的

建设，逐渐形成了“高层次、强能力、国际化”的教育教学特

色，采用五年制医学教育模式，着力培养系统掌握天人合一、

整体观念等中医药原创思维方法与基础理论，具备中医针灸、

推拿、气功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针灸推拿学专业人才。针灸

推拿学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特色专业、北

京市特色专业。针灸推拿学教学团队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针灸推拿学院实践教学中心为国家级中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和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针灸推拿学学科为国家

重点学科和国家双一流学科，针灸学、推拿学、中医气功学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培育）学科，构建了以针灸学为中心，

推拿学与气功学并重，针刀学、骨伤学、康复学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学科体系，有力支撑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2.课程安排及简介 

针灸推拿学专业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课序先后） 

1 中医学基础概论 54 3 秋季 

2 中医气功学 36 2 春秋季 

3 经络腧穴学 54 3 春季 

4 按摩推拿学 54 3 秋季 

5 刺法灸法学 54 3 秋季 

6 针灸治疗学 54 3 春季 

7 实验针灸学 54 3 春季 

8 针灸医籍选 54 3 秋季 

  合计 414 23   

 

中医学基础概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热爱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医药卫生事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社

会责任感；具有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而献身的精

神，并能够系统掌握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中医诊断的基本技



巧、辨证论治的基本思路、常用中药的性能与用法、经典方剂

的组成及功用等，为学习后继的中医药学相关课程奠定必要的

基础，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健康事业管理等工作奠定中医药学基

础。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使学生深入领

会中医理论的精髓，为培养非医学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中医气功学：本课程是研究中医药领域内气功学术的历史

发展、基础理论、操作技能及临床应用的学科。课程包含气功

基本理论与功法实训两个部分的内容，理论部分主要讲授气功

的内涵与外延、三调（调身、调息、调心）的基本概念和基础

知识等内容。本门课程重点突出传统医学气功功法的实训教学，

主要有动功（五行掌、八段锦）和静功（站桩功、放松功）等

习练内容。通过系统的形体、呼吸、心理等功法的学习和训练，

帮助学生有效地协调心（心理）、身（形体）的平衡，体验三

调合一的心身融合的气功境界，一方面提高学生心身协同的健

康素质、体悟能力和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形成良好的心身习惯，

有效预防并主动康复颈椎、腰椎等躯体疾患及焦虑紧张、睡眠

障碍等不良心理状态。 

经络腧穴学：本课程是针灸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同时

又是中医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基础课。主要学习内容为：

经络腧穴概述，十四经的循行、病候；腧穴的位置与取法，腧

穴的特定穴属性、主治病症及应用，腧穴常用配伍举例、刺灸



方法与禁忌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牢固掌握经络的循

行与病候、常用腧穴的定位与主治，为学生应用经络辨证、辨

证选穴等打基础，并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

学、按摩推拿学、中医气功学等相关课程打下坚固基础。 

按摩推拿学：本课程是针灸推拿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

中医西医理论指导下，医生运用手法作用于体表，对人体生理、

病理产生调节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常见按

摩推拿手法的操作、动作要领、作用及临床应用；了解按摩推

拿临床常见疾病（肌肉骨骼系统伤科病症、内科常见病）的发

病规律、病因病理，熟悉疾病的临床表现及推拿治疗方法。小

儿推拿是按摩推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小

儿推拿的常用手法、穴位及常见病的治疗。本课程还包括推拿

练功及自我锻炼的基本方法，为按摩推拿手法学习及指导患者

进行功能锻炼打下基础。  

刺法灸法学：本课程是针灸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以各

种针灸的操作技术、方法、临床应用及作用原理为主要内容的

针灸主干课程。也是一门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针灸学的桥梁

课。通过本课程教学，应使学生掌握临床常用的各种针灸方法

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并熟悉或了解其作用原理、临床应用及

注意事项，为临床治疗打下坚实的基础。主要学习：刺灸法概

论、毫针刺法（基本操作技术、临床应用、得气和相关技法、



补泻和相关技法）、灸法、拔罐法、耳针、头针、腕踝针、三棱

针、皮肤针、皮内针等。 

针灸治疗学：本课程是讲授如何应用中医基础理论、经络

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等课程的知识，对针灸临床常见疾病

进行针灸治疗的课程。主要学习针灸治疗原则、经络辨证、选

穴原则、配穴方法，以及部分内、外、妇、五官、骨伤科病症

的针灸辨证论治。 

实验针灸学：本课程是联系针灸理论与现代科学的一门重

要桥梁课，其主要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阐释针灸理论

内含、针灸作用规律和针灸治疗疾病的作用机制等。 

主要学习内容为：穴位的现代物质结构，穴位感受刺激治

疗疾病和反应脏腑疾病的规律、机制、特点和临床应用；经穴

-脏腑相关的现象、规律，及其现代研究思路、方法和机制进

展；经络现象的检查方法、表现、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循经

感传的激发和形成机制；针灸作用与机体的机能状态、经穴特

异性、得气、针法灸法刺激参数和时间因素的相关性研究方法

和进展；针刺镇痛特点、规律和机制研究进展；针灸对免疫系

统疾病调节前沿研究进展；针灸对各脏腑器官疾病调节的作用

特点和作用机制。学好本课程对于掌握针灸理论内含和作用的

科学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程教学中始终贯穿着引导学生创新发现针灸理论新



问题，严谨科学设计解决问题，能启发学生思考，并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和采用正确的方法勇于探索的能力。 

针灸医籍选：本课程是针灸推拿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系

统学习中医特别是针灸专业知识的基础课程。这些著作中的针

灸学理论奠定了后世针灸学的基础，是后世针灸学理论的滥觞。

因此，学好本课程是学好针灸的重要基础。 

本课程的开设是基于针灸学课程的提高课程，专为针灸推

拿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目的在于深化针灸经典理论。通过

学习所选古籍著作，不仅掌握针灸经典理论，通过理论与实际

相联系的讲解，同时可加强学生的针灸技能，使学生形成系统

的针灸治疗疾病的思维模式。 

主要学习内容为：（1）《黄帝内经》选读，选辑有关针灸

的主要内容。（2）《难经》选读，选自 62 至 81 难相关原文，

重点介绍其中有关腧穴及刺法的内容。（3）歌赋选《标幽赋》

全篇。从理、法、方、穴全面讲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